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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馬會」雙方互
稱「先生」已不是新
聞，但在新加坡的會
場現場，當聽到「習
近平先生」、「馬英
九 先 生 」 的 開 場 稱
呼，還是讓媒體人好
一 陣 感 慨 。 兩 位 先

生，在新加坡開啟兩岸關係的新一頁。
記得我剛入行接觸兩岸報道的時候，一位資深的前

輩說過：「兩岸之間沒有絕對的不可能。」互稱「先
生」的嘗試，再次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

馬先生為昨天的晚宴準備了兩瓶特殊的金門高粱
酒，這兩瓶酒曾經見證了兩岸另一段「化不可能為可
能」的歷史。上世紀80年代後期，由於台灣當局拒絕
兩岸「三通」，限制大陸民眾與台灣的正常交往，
在沿海地區出現了大陸居民私渡去台的現象。台灣

軍警對大陸私渡入台人員採取非人道的強制「並
船遣返」的做法，致使台灣海峽連續發生數起大

陸同胞在遣返過程中人身傷亡的事件。1990年7、8
月間，發生了因「並船遣返」導致25人被集體釘在船
艙內窒息死亡，以及21人因遣返船被台軍艦撞擊落水

身亡等兩起慘劇。
為避免再次出現死傷悲劇，1990年8月，中國紅十

字總會向台灣紅十字組織建議，雙方簽定遣返作業協
議，將私渡人員遣返納入規範程序，使遣返作業在兩
岸紅十字會組織的見證下進行。備受強大輿論壓力的
台灣當局，對於中國紅十字總會的建議很快作出了回
應。考慮到簽署協議需要實地考察遣返路線，同時也
為了照顧台灣方面希望保密的要求，雙方決定協商地
點定在當時尚未解除「戒嚴」、仍是國民黨「戰地」
的金門島。

1990年9月12日，兩岸紅十字組織簽署了《金門協
議》。這是1949年以來，海峽兩岸分別授權的民間團
體簽訂的第一個書面協議。馬先生準備的，正是簽訂
協議當日出廠的金門高粱酒。

參與了協議簽署的陳長文曾在接受我採訪時，講起當
時能簽訂這樣一份協定，「需要很多智慧來平衡和化解。」

歷史總是有驚人的相似。35年前，金門高粱酒見證
了《金門協議》的簽署，今天又見證了兩位先生一握
如故。未來，相信它將見證更多的、更
精彩的兩岸歷史瞬間。

■香港文匯報特派記者
林舒婕 新加坡報道

新華社報道，習近平在會面時強調，面
對新形勢，站在兩岸關係發展的新起

點上，兩岸雙方應該胸懷民族整體利益、
緊跟時代前進步伐，攜手鞏固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大格局，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習近平就此提出四點意見。

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第一，堅持兩岸共同政治基礎不動搖。7

年來兩岸關係能夠實現和平發展，關鍵在
於雙方確立了堅持「九二共識」、反對
「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沒有這個定海
神針，和平發展之舟就會遭遇驚濤駭浪，
甚至徹底傾覆。
「九二共識」經過兩岸有關方面明確的授
權認可，得到兩岸民意廣泛支持。「九二共

識」之所以重要，在於它體現了一個中國原
則，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它表
明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關係不是
國與國關係，也不是「一中一台」。雖然兩
岸迄今尚未統一，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從未分裂。兩岸同屬一個國家、兩岸同胞同
屬一個民族，這一歷史事實和法理基礎從未
改變，也不可能改變。
希望台灣各黨派、各團體能正視「九二
共識」。無論哪個黨派、團體，無論其過
去主張過什麼，只要承認「九二共識」的
歷史事實，認同其核心意涵，我們都願意
同其交往。對任何分裂國家的行為，兩岸
同胞絕不會答應。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
完整這一原則問題上，我們的意志堅如磐
石，態度始終如一。

加強交流對話 增進政治互信
第二，堅持鞏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近30多年來，兩岸關係總體面貌發生了歷史
性變化。2008年後，兩岸關係走上和平發展
道路，處於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期。
兩岸雙方應該加強交流對話，增進政治

互信，通過平等協商、積極探討，推動解
決兩岸之間長期存在的各種難題，同時管
控好矛盾和分歧。設立兩岸熱線，有助於
雙方及時溝通，避免誤判，處理緊急問
題。雙方兩岸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可以先
建立起來。
60多年來，兩岸走上不同發展道路，實

行不同社會制度。道路和制度效果如何，
要由歷史去檢驗，讓人民來評判。
我們了解台灣同胞對參與國際活動問題

的想法和感受，重視並推動解決了許多與
之相關的問題。只要不造成「兩個中
國」、「一中一台」，兩岸雙方可以通過
務實協商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當前，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現實
威脅是「台獨」勢力及其分裂活動。「台
獨」煽動兩岸同胞敵意和對立，損害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破壞台海和平穩定，阻
撓兩岸關係發展，只會給兩岸同胞帶來深
重禍害。對此，兩岸同胞要團結一致、堅
決反對。

大陸發展機遇 兩岸共同分享
第三，堅持為兩岸同胞多謀福祉。兩岸
一家親，家和萬事興。我們願意首先與台
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對貨物貿易、
兩會互設辦事機構等問題，雙方可以抓緊
商談，爭取早日達成一致。我們歡迎台灣
同胞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也歡迎
台灣以適當方式加入亞投行。
要加強兩岸文化和教育交流合作，傳承
和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根基在基層、希望在

青年。要為兩岸青年學習、就業、創業、交
流提供更多機遇、創造更好條件，使兩岸基
層民眾尤其是青年一代成為推動兩岸關係發
展、實現民族振興的重要力量。

實現民族復興 台胞定不缺席
第四，堅持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透過歷史風雲變幻，可以深切體會
到，兩岸是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民族
強盛，是兩岸同胞之福；民族弱亂，是兩
岸同胞之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
兩岸同胞前途命運息息相關。
當前，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

近、更有能力實現這個偉大夢想。我們在
幾十年的時間內走完了世界上很多國家幾
百年的發展歷程。我相信，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台灣同胞定然不會缺席。

馬英九：共創和平穩定局勢
馬英九表示，2008年以來，兩岸共同創

造和平穩定的台海局勢，獲得兩岸及國際
社會普遍讚揚，要善加珍惜。「九二共
識」是實現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共同政治
基礎，兩岸要鞏固「九二共識」，擴大深
化交流合作，增進互利雙贏，拉近兩岸心
理距離，對外展現兩岸關係可以由海峽兩
岸和平處理，同心協力，為兩岸下一代創
造更美好的未來。
雙方肯定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取得的重要成果。雙方認為應該繼續堅持
「九二共識」，鞏固共同政治基礎，推動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加強溝通對話，擴大兩岸交流，深化彼此
合作，實現互利共贏，造福兩岸民眾，兩
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應
該攜手合作，致力於振興中華，致力於民
族復興。
會面後，兩岸領導人共進晚餐。
王滬寧、栗戰書、楊潔篪等參加相關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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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於11月7日下午同台

灣方面領導人馬英九在新加坡會面，就進一步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交

換意見。這是1949年以來兩岸領導人的首次會面。習近平就新形勢下推

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出4點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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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四點意見」

涼菜兩道：

金箔片皮豬、風味醬鮑片脆瓜

熱菜四道：

湘式青蒜爆龍蝦

竹葉東星斑XO糯米飯

杭式東坡肉

百合炒蘆筍

主食：

四川擔擔麵

甜品兩道：

桂花糖雪蛤湯圓、水果拼盤

「習馬會」晚
宴菜單

兩位先生 一頁歷史
隨着指針指向 15:00，香格里拉 ballroom 的兩側入

口，習近平與馬英九緩步相向入場。近了，近了，更
近了！兩隻大手緊緊握在一起，現場鎂光齊閃。

「我們兩個都很用力。」馬英九在雙方會面後的記
者會上透露當下「感覺不錯」，引來一陣歡笑。這一握，兩岸同胞
等待了66年，融進長長的70秒內。現場似乎連呼吸也變得多餘，專
注於當下的親歷者和見證者，沉浸在激動人心的時刻裡。

領帶默契 一紅一藍
黑色西裝，純白襯衫，習近平繫深紅色領帶，馬英九繫藍色領

帶，兩人緊握手，身體從右向左緩慢轉動，再從左向右緩慢轉動，
此後又從右向左轉動，保證在會場各個角落的記者，都能記錄下這
歷史時刻。

「高興嗎，能揮揮手嗎？」聽到記者的提問，兩人頗有默契地同
時舉起外側手，重複握手時的「半圓周運動」又有半分鐘之久，臉
上笑意更濃。現場媒體一片歡呼叫好。西裝更為修身的馬英九沒有
料到這個揮手環節，只能悄悄解開雙扣，「手臂有些縛住了。」

離場前往會見廳時，馬英九讓開身子，等待習近平走上前後，兩
人再齊步同行。行至場外見到另一批等待的記者，兩人又齊齊對着
鏡頭揮手，初次見面的兩人，此時彷彿已相識多年，絲毫沒有陌生
感，興奮和輕鬆寫在臉上。
■香港文匯報特派記者 林舒婕 新加坡報道

兩手緊握70秒 兩岸翹首66載

林舒婕林舒婕

■兩岸領導人歷史性會面
昨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
酒店舉行，習近平與馬英
九親切握手。 新華社

■■兩岸領導人習近平與馬英九昨日在新加坡會面兩岸領導人習近平與馬英九昨日在新加坡會面，，會後兩人共進晚會後兩人共進晚
餐餐。。圖為馬英九餐後離開酒店圖為馬英九餐後離開酒店，，向場外等候民眾致意向場外等候民眾致意。。 中央社中央社


